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十一集 

 

諸位比丘大德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集註《五戒相經箋要集註》 

 

第十九頁的最後一行 

 

十七歲時 

 

因讀蓮池大師之自知錄序 

 

原文加一個序字 

 

自知錄序及竹窗隨筆 

 

始悟己非 



 

取所著闢佛論燒毀 

 

我們現在說到自知錄序 

 

功過格自知錄第三頁 

 

功過格 蓮池大師功過格 

 

自知錄第三頁第六行 

 

在道為三千功八百行 

 

這一句上一個講次說過了 

 

皆積善之說也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句 

 



皆積善之說也 

 

都是修積善業之說 

 

我們佛法中的六度萬行 

 

攝善法戒 積善之說 

 

印光大師文鈔 卷首 

 

附明朝管東溟先生 

 

勸人積陰德文 

 

說 善而曰積 

 

不尚陽德而尚陰德也 

 

說到積善 怎麼積善呢 

 

這裡就是引印祖文鈔卷首 



 

附錄 明朝管東溟先生 

 

勸人積陰德之文 增加的 

 

印祖文鈔裡面增加附錄 

 

明朝管東溟先生 

 

勸人積陰德的文字 善而曰積 

 

不尚陽德而尚陰德也 

 

崇尚的尚 不尚陽德 

 

陽光的陽 道德的德 

 

不尚陽德 而尚陰德也 

 

陰天的陰 道德的德 

 

而尚陰德也 這個積善 

 



尚就是遵從重視的意思 

 

遵從善業 重視善法 

 

陽 明顯的 很明顯的 

 

眾人看得到的 

 

大家看得到 陽善 

 

陰 隱藏不顯露出來 不為人知的 

 

做善 不為人知的叫做陰 

 

隱藏不顯露出來 不為人知的 

 

善叫做積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善叫做積 

 

不遵從讓眾人都看得到的 

 



不遵從讓眾人都知道 

 

稱讚的善行 

 

做這件善事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看得到 有這個很好的名聲啊 

 

不重視這些 

 

不遵從讓眾人都看得到 

 

都知道 稱讚的善行 陽德 

 

而重視默默行善 隱藏不顯露 

 

為善不欲人知 不求好名 

 

暗中做好事 不讓人知道的陰德 

 

重視陰德叫做積善 



 

我們修習善業不是為了名聞 

 

只是為了利益眾生 

 

不刻意的要想讓人家知道 

 

叫做積善 修積陰德 

 

不崇尚陽德 

 

而是遵從重視陰德 叫做積善 

 

以上 在儒家為四端百行 

 

在禪門 在釋門 

 

我們釋迦如來法中為六度萬行 

 

在道家屬於三千功八百行 

 



都是修積善業的說法 

 

皆積善之說也 彼罷緣灰念之輩 

 

彼 那個 罷緣 

 

罷呢 就停止啊 免除 

 

停止因緣 免除助緣 

 

這些緣都把它去掉了 

 

把它排除了 罷免 

 

緣就是原因的意思 

 

叫做因緣 罷免 停止反省自己 

 

一日功過的因緣 

 

將這個自知錄功過格把它罷免了 

 



古人哪 每天反省自己 

 

一天當中所做的功過 

 

這個人把它罷免了 

 

免除了 停止了 

 

他不反省自己一日的功德過失 

 

這個因緣把它去除了 

 

不檢討三業有過的原因在哪裡 

 

灰念 灰是形容心之所念很消極 

 

好像灰一樣 燒成灰了 

 

消沉到了極點 猶如灰燼 

 

這個木燒成灰沒有光明了 



 

好像死灰一樣 灰念 

 

這個灰燒完了不能復燃 

 

灰心喪志 

 

對未來不懷著希望 

 

不希望未來會更好 

 

不希望自己能夠增上道業 

 

這一類灰念之輩 

 

以自為則無論矣 

 

不自知而不肯書寫學習 

 

以自為則無論矣 



 

以 理由 緣故 

 

因為自己罷緣灰念的緣故 

 

不書寫 也不抄寫 

 

不抄寫 他就有理由了 

 

有理由了 找到藉口了 

 

自為 自己這麼做 

 

則無論矣 就不論了 

 

就不用討論了 

 

任彼而去 隨他而去了 

 

不用討論了 隨他去了 任彼而去 

 

如藉口乎善惡都莫思量 



 

如果假借口語 找藉口啦 

 

若是找藉口說 是善是惡 

 

我們每天所做的是善是惡 

 

都不要思量 不要去想它 

 

見有勤而書之者 漫呵曰 

 

惡用是矻矻爾煩心為 

 

見有勤而書之者 

 

他見到有勤勞 

 

努力書寫功過格自知錄的人 

 

他每知道一件善業 

 



就把它寫起來 抄起來 

 

什麼是惡呢 也把它抄起來 

 

每天以這個 

 

善惡功過的標準來自我反省 

 

他看到這樣的人呢 漫呵曰 

 

漫 攏通的 普遍的 都呵斥 

 

呵斥他 大聲責罵說 

 

惡用是矻矻爾煩心為 

 

惡 惡唸惡 

 

惡用是矻矻爾煩心為 

 

惡就是厭惡的意思 

 



心裡就很厭惡 

 

看到人家書寫功過格 

 

努力在反省身口意三業 

 

他就很厭惡啊 

 

惡用 就是何用 惡用 

 

惡用就是何用 何用的意思 

 

看見有人勤而書寫功過格 

 

心裡很討厭 所以通漫 

 

普遍都呵責他說 

 

惡用是 何用如是 何必如此呢 

 

矻矻 就是勤勉不休息 

 



勤勉不休息 很認真 

 

爾煩心為 爾 如此 

 

如此的煩心做什麼呢 

 

你如此的煩心做什麼呢 

 

為 表示發問 反問的語氣 

 

屬於助詞 見到有勤勉不息 

 

恆常用心書寫功過格自知錄 

 

內心就厭惡呵斥反問他 

 

這樣操煩 這麼煩心做什麼呢 

 

爾煩心為 則其失非細 

 

細就是小的意思 輕小 細小 

 



自己生起邪見 自己不修善業 

 

看到別人修習善業很努力 

 

生起邪見 復勸他人 

 

在世間因果法則上 

 

他的過失不是輕小 不是輕細啊 

 

嗟乎 表示悲嘆的用詞 嗟乎 

 

世人夏畦於五欲之場 

 

疲神殫思 終其身不憚煩 

 

世人夏畦 

 

一個田字旁 兩個土字唸畦 

 

世人夏畦於五欲之場 



 

夏有大的意思 夏是大的意思 

 

畦 田中間的分區 

 

稻田分成一區一區 

 

稻田 田中間的分區 

 

大分世間人  

 

大分在色聲香味觸五欲的場所 

 

這是夏畦的意思 

 

夏畦於五欲之場 

 

大略分別世間人 

 

大分在於色聲香味觸 

 



或者財色名食睡五欲的場所 

 

疲神殫思 

 

每天的 這個疲 勞累 疲倦 

 

神 人的體力精神 

 

殫 盡量的用啊 盡量的用 

 

追求五欲沒有窮盡 

 

盡量的用心思去追求 

 

殫思 用盡心思 

 

在追求受用五欲的場所 

 

在這個地方 用盡心思 

 

叫做疲神殫思 不覺得疲累 



 

終其身不憚煩 

 

憚 畏難 害怕的意思 

 

終其身整個人的一生 

 

終其一生啦 

 

他的一生 終生不怕煩 

 

而獨煩於就寢之俄頃 

 

寢 睡眠 休息 

 

俄頃就是片刻 不久的時間 

 

而獨獨煩惱於就寢前 

 

片刻的時間 

 

反省書寫一日的功過 



 

這個人也大有問題  

 

不一整其心慮亦惑矣 

 

不在一日之中 

 

整合反省 他內心的思慮 

 

不知道一天所做是善業比較多 

 

或者惡業比較多 

 

或者是無記業比較多 

 

也是迷惑散亂矣 

 

這個人也是迷惑散亂 

 

晝勤三省 晝 白天 精勤的三省 

 



這個三省出在論語 

 

論語學而第一 學而篇第一 

 

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這是三省 

 

論語學而篇第一 

 

曾子曰 孔子弟子曾參說 

 

吾日三省吾身 

 

我每天必定拿三件事情 

 

從三方面向自身來反省 

 



曾子都這麼做了 每天三省吾身 

 

第一為人謀而不忠乎 

 

謀 就是做事 

 

忠 忠於自己應盡的本份 

 

忠的意義 

 

我們出家修道 我們在什麼地位 

 

你站在什麼角落 應當做什麼事 

 

要盡忠職守 叫做忠 

 

在道場做淨人 學習護持僧團 

 

應當學習的 火淨啊 授食啊 

 

等等的這些啊 

 

要把它做好 就是盡忠 



 

做沙彌 這個沙彌戒 

 

沙彌十戒 二十四門威儀 

 

要把它守好 叫做盡忠 

 

忠於本分啊 受了具足戒 

 

比丘的戒法要好好的持守 盡忠 

 

受了菩薩戒 

 

三聚淨戒 要好好的守持 

 

盡忠 忠於自己應盡的本分 

 

這個要做好 這是我的本分 

 

誦戒羯磨應當要做的 

 

我應當好好做 好好的背誦 

 



這是本分 出家人的本分 

 

我為人做事不盡忠乎 反省自己 

 

我為人家做事情有沒有盡忠 

 

有沒有盡心盡力去做啊 

 

你看曾子不容易啊 

 

是不是做到自己應盡的本分 

 

是否盡心盡力負起責任來 

 

要反問自己啊 

 

有則改之 無則嘉勉 

 

若有不盡忠的地方 

 



就隨時要改過 

 

這裡做不好 沒有盡忠職守 

 

馬上就要改了 馬上把它做好 

 

我們的心呢 就調整過來了 

 

捨邪歸正 捨惡修善 盡忠 

 

無則嘉勉 沒有啊 

 

我都很盡忠 盡心盡力在做 

 

做好自己本分應當做的事 

 

沒有不盡忠的情況 

 

就更加自我勉勵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講話守信用 人言為信 

 

誠信是做人的根本 

 

我跟朋友交往有沒有不守信用啊 

 

我們佛法中的不妄語  

 

有沒有不誠信的地方呢 

 

有則改之 無則嘉勉 

 

有 就要改過啊 

 

沒有呢 就更加自我勉勵 

 

好好的依照這樣做下去 

 

好好的持守 

 

跟我們持戒的道理一樣 

 



有過失呢就懺悔 

 

懺悔之後 要好好的守持 

 

好好的持戒 

 

傳不習乎 傳 謂受之於師 

 

從師納受 

 

就是師長將學問傳授給我們 

 

將道理傳授給我們 

 

受之於師 從師長納受道業學問 

 

習 謂熟之於己  

 

自己溫習 自己每天溫習得很熟 

 

師長教的 我們每天都要溫習 

 

溫習得很熟 很熟悉 



 

然後依教奉行 傳不習乎 

 

師長傳授我的學業 

 

是不是用心的研習 

 

這一段 曾子警戒自己 

 

也警戒他人 不要自欺啊 

 

我們做人不要自欺 

 

欺騙別人 可能人家還不知道 

 

欺騙自己 你會良心發現 

 

我錯了 不可以自欺啊 

 

一切要盡心去做 

 



能盡心才能盡力 

 

跟我們修學佛法一樣 

 

持戒 盡心的學習 盡力去做 

 

盡心盡力的學 盡心盡力的做 

 

才能夠增長我們的道業啊 

 

效法曾子 蓮池大師這一句 

 

要我們晝勤三省 效法曾子 

 

世間的賢人 吾日三省吾身 

 

晝勤三省 書寫功過格 

 

白天 從早晨到傍晚 

 

向著自身來反省 

 



隨時要反省檢討哪裡有過失 

 

我們心裡要清楚 心裡要知道 

 

知道剛剛做錯了 

 

下一步就要改過了 

 

所以要自我檢討 夜必告天 

 

夜必告天 出在我們的歷史 

 

有一本書叫做增修歷史感應統紀 

 

宋史 趙抃 累官太子少保 

 

日所為事 夜必衣冠 露香以告天 

 

不可告 則不敢為也 

 

這個也是世間的賢人 

 



他當官為百姓服務 

 

做得正不正呢 有沒有欺騙良心 

 

做得很正確的 良心過得去的 

 

他晚上就可以告天 秉告天地 

 

如果不可告的 不可告人的  

 

他就不敢做了 這個不容易 

 

夜必告天 

 

出在增修歷史感應統紀 

 

宋史 宋朝歷史中有一位趙抃 

 

趙抃 提手旁 

 

一點 一個下 上下的下 

 

趙抃 累官太子少保 累次做官 

 



他做得很好 一直在升官 

 

表示他做得很正派 

 

累次做官 經過幾度的升遷 

 

到了擔任太子少保的官職 

 

日所為事 白天所做的事情 

 

只要他有所作為 

 

夜必衣冠 露香以告天 

 

晚上必定著衣戴冠的 

 

穿著官服 穿著很整齊啊 

 

戴上帽子 官帽 

 

著衣戴冠 穿著官服 戴著官帽 

 

在室外露地擺設香案 



 

將白天所做的事情向上天秉告 

 

這個不容易 每天這樣做啊 

 

要很有耐心 很有恆心啊 

 

不可告 則不敢為也 

 

因為晚上都要告天嘛 焚香告天 

 

這個不可秉告上天的 不正當 不光明 

 

天理所不能容納的 

 

愧對良心的事情 他就不敢做了 

 

蓮池大師引這一句來勉勵我們 

 

古代的賢人晝勤三省 夜必告天 

 

如同我們 沙門釋子 

 



不要自欺欺人 不可以自欺欺人 

 

乃自黑豆白豆  

 

每天用黑豆記過惡 

 

這惡就是黑業 用黑豆來記 

 

善的就是白業 用白豆來記 

 

每天用黑豆記過惡 

 

以白豆記善功 這樣來記錄 

 

賢者所不廢也 

 

世間賢良的人 他不荒廢這個 

 

以上所說的晝勤三省 夜必告天 

 

以黑豆白豆 記錄善惡功過 

 

世間賢能 有德之人所不荒廢也 



 

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他不荒廢這些 

 

書之庸何傷 庸就是平常啊 

 

書寫受持功過格 

 

作為世間平常善惡奉行的標準 

 

何傷 有什麼傷害呢 

 

時萬曆三十二年歲次甲辰清明 

 

清明日沙門袾宏識 

 

這個序文就說過了 

 

蕅益大師就是看到這個序文哪 



 

就改過自新了 

 

可見這段文非常的好 

 

功過格 序文就說完了 

 

那底下這個呢我們大略看一下 

 

蓮池大師說這個功過格 

 

就是我們菩薩的六度萬行 

 

第五頁 自知錄凡例 

 

第一舊曰功過 今曰善過 

 

取周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之意 

 

善即功故 

 



凡例第一點就非常的好 

 

舊曰功過  

 

舊 原有的 過去的稱呼 

 

叫做功過 功過格   

 

今曰善過 現在叫做善過 

 

採取周易 易經 

 

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的意義 

 

善就是功德 止惡為功 修善為德 

 

善就是功的緣故 

 

接著舊有天尊 真人 神君等 

 

這個天尊 真人 神君等 

 

是道教當中的稱呼 



 

道教當中的天尊真人神君等 

 

今攝入諸天 現在攝入諸天 

 

四天王天 忉利天 攝入諸天 

 

舊有的章奏 符籙 齋醮等 

 

今攝入佛事 

 

道家的法事現在攝入佛事 

 

各隨所宗 無相礙故  

 

各隨所宗主沒有互相妨礙的緣故 

 

道家就用你們的章奏符籙 

 

佛法 用我們佛陀 佛門中的 

 

這個儀軌來做 

 



各隨所宗 無相礙故 

 

接著 該善若干 該過若干 與舊 

 

跟舊有的稍有增減 小異大同 

 

小小有差別呢 大略都相同 

 

接著 在家出家一切人等 

 

包括出家人 

 

因為他是屬於六度萬行 

 

我們菩薩的三聚淨戒所收攝的 

 

我們都看比丘戒可能不太需要啦 

 

只要你只要一心求出離 

 

求出離三界就可以了 

 



菩薩他為了要成佛 

 

要修集福慧資糧啊 

 

所以他需要修這個六度萬行 

 

他為了要成佛 廣利有情 

 

修六度萬行 

 

所以在家出家一切人等 

 

凡有所求不必勞形役志 

 

你有所求不必勞形 

 

不必勞動身形 屈我們的心志 

 

不用在那裡 鑽這個 用盡心思 

 

不需要啊 不需要勞形役志 

 



也不需要百計謀劃 希望成功 

 

在那裡打妄想 希望我能夠成功 

 

光想沒有用啊 亦不必禱神祠天 

 

宰殺牲牢 請乞福佑 都不需要 

 

這個宰殺 世間人宰殺牲畜 

 

祭拜鬼神來請乞福佑 

 

反而造了罪業 

 

哪有什麼福報呢 都不需要 

 

但發心積善 

 

只要我們發心修積善功 

 

廣積陰德啊 好好的積陰德 

 

或至五百 或至一千 

 



或至三千 五千 乃至於萬 

 

就跟那個袁了凡一樣 

 

袁了凡發心修善 乃至於萬 

 

隨其所求 必滿願故 

 

蓮池大師跟我們說 

 

隨其所求 必滿願故 

 

一定滿我們的願 你要求什麼呢 

 

好好的發心積善 

 

必定能夠滿願的緣故 

 

接著 以上休咎 但是花報 

 

只是花報而已啊 

 

若夫來生 即此可知 



 

果報不虛故 果報不虛的緣故 

 

要深信因果 修善做惡 

 

都有因緣果報啊 

 

所以這個我們也可以好好看 

 

輔助我們戒律 我們持戒 

 

持戒 斷一切惡 修一切善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這就是持戒 都是善業 

 

世間的善業 眾善奉行 

 

都是我們要修的善業 

 

跟戒律沒有乖違 不要太侷限 

 

只有比丘二百五十條戒而已 



 

不要這麼侷限 菩薩有三聚淨戒 

 

都能夠教化眾生 斷惡修善 

 

都得到大利益 

 

目錄 你看 善門 

 

忠孝類 仁慈類 

 

三寶功德類 雜善類 補遺 

 

過門 就是不忠不孝這一類的 

 

儒家說的 不忠不孝這一類 

 

我們的經典裡面也有 

 

不忠不孝 不仁慈類 

 

三寶罪業類 雜不善類 補遺 

 



第七頁 自知錄上 善門 忠孝類 

 

事父母致敬盡養 一日為一善 

 

守義方之訓 不違犯者 

 

一事為一善等 

 

這個就是我們觀經所說的 

 

第一福 孝養父母 出家人 五分律  

 

畢陵伽婆蹉 他的父母貧窮 

 

他出家之後 

 

沒有在家裡面奉養父母 

 

父母親很貧窮 

 

他想要用衣服飲食來供養父母 



 

但是呢 不敢 害怕有過失 

 

他就來請問佛陀 佛陀說 

 

若人百年之中 

 

右肩擔父 左肩擔母 

 

於其肩上大小便利 

 

父母親在我們肩膀上大小便利 

 

乃至我們用極世珍奇衣服供養 

 

猶不能報須臾之恩 

 

猶然不能報答父母 養育我們 

 

須臾的恩德 那要怎麼辦呢 

 

要勸導父母 

 



要接引父母 皈依三寶 

 

捨惡修善 修布施持戒 

 

以法來引導父母 來學佛修行 

 

才能夠報答父母恩 

 

要用法來引導父母 

 

用衣食盡形壽的供養 

 

猶然不能報答父母須臾之恩 

 

所以從今聽諸比丘盡心供養父母 

 

否者得重罪 假若我們父母貧窮 

 

出家人應該要盡心盡力 

 

供給衣服飲食 



 

假若不這樣做 得到重罪 

 

假若父母過得去就沒關係 

 

這就恐怕父母貧窮衣食不濟 

 

我們就應當盡心盡力供養父母 

 

僧祇律說父母不信三寶 應少經理 

 

假若父母親對三寶沒有信心 

 

少少的經理 用意就是 

 

引接父母要捨邪歸正啊 

 

要歸向三寶 修學正道 

 

應當這樣子 



 

假若父母對三寶有信心 

 

得自恣與無乏 

 

可以隨任我們心意供給父母 

 

使令沒有乏少 

 

引這兩部律來說明 

 

事父母致敬盡養 

 

都是我們應當要學的 

 

不學呢 你不做 就有過失啊 

 

事君也是一樣 

 

事君王要竭忠效力 

 



第八頁敬奉師長 

 

我們觀經的第一福 

 

孝養父母 奉事師長 

 

這裡說的敬兄愛弟 儒家所說的 

 

我們佛法中叫做上敬下和 

 

接著 仁慈類 

 

救重疾 菩薩戒裡面就有了 

 

這個見 若佛子見一切疾病人 

 

常應供養 如佛無異 八福田中 

 

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 

 

你看 這裡說的 

 



救重疾 一人為十善 

 

看病呢 應當我們要做的 

 

菩薩應該要做的 要學習的 

 

還有救死刑 見溺兒者 

 

就是救命 救他們的生命 

 

都是很好的 後面這個不少 

 

我們有時間好好看 

 

都可以匯歸到三藏聖教 

 

有時候我們三藏聖教當中 

 

沒有講得這麼清楚 

 

這裡呢 講得很詳細 

 

很微細的地方都有提到 



 

我們多看 多熏習 

 

也就是長養慈悲心 斷惡修善 

 

對我們修學菩薩所行之道 

 

有很大的幫助 

 

也藉此能夠教化眾生 

 

都能夠捨惡修善 

 

都是自利利他的事情 沒有乖違 

 

接著我們要回到自知錄 

 

回到《五戒相經箋要集註》 

 

十九頁  十七歲的時候 

 

蕅益大師十七歲的時候 

 



因為讀蓮池大師之自知錄序 

 

及竹窗隨筆 乃不謗佛 

 

竹窗隨筆記載在 

 

蓮池大師全集第六冊3623頁  

 

當中有儒釋和會 

 

儒家跟釋門 合會起來 

 

不復以儒謗佛 不復以儒謗釋 

 

世間的文人不再用 

 

儒家的經典來毀謗佛法 

 

對眾生有利益 

 

總共有一百四十七則 

 



蓮池大師在竹窗旁邊 

 

住的地方很簡陋 竹窗而已 

 

在竹窗旁邊隨筆而寫的文章 

 

蕅祖看了之後呢 乃不毀謗佛法 

 

不謗佛了 可見也是非常好的 

 

取所著闢佛論焚之 這是原文 

 

闢 就是排斥 反駁 闢除的意思 

 

收取所著述 排斥佛教的言論 

 

全部燒毀了 

 

就因為看到自知錄序跟竹窗隨筆 

 

蕅祖就改過了 

 



將這些闢佛的論點全部燒毀 

 

二十歲詮論語至天下歸仁 

 

不能下筆 這個地方 

 

跟蕅益大師全集的原文 

 

不太一樣 這裡是寫呢 

 

二十歲時誦《地藏本願經》 

 

發出世之志 

 

等於這裡有省略了 

 

有的沒有錄出來 那我們這裡錄的 

 

是依照蕅益大師全集裡面 

 

錄出來的 第幾冊啊 是第六冊 



 

蕅益大師全集 靈峰宗論 

 

前面這個地方錄出來的 二十歲 

 

詮論語至天下歸仁 不能下筆 

 

詮 詮釋的詮 詳細解說事理 詮釋 

 

論語 孔夫子與弟子們 

 

講學的語錄啊 

 

蕅益大師二十歲的時候 

 

就註解論語了啊 不容易 

 

註解至天下歸仁這一句 

 

不能下筆 想不通啊 

 

怎麼天下歸仁呢 

 



如何天下消歸於仁 

 

這句呢 就寫不下去了 

 

無法明白 不能下筆成章 

 

根據蕅益大師 論語點睛 

 

論語點睛 這一本書 蕅益 

 

蕅益大師的四書的註解 

 

論語點睛 

 

顏淵問仁 顏淵問仁啊 

 

就如同僧問和尚 如何是佛 

 

顏淵問這個仁 什麼是仁呢 

 

猶如比丘僧 這個弟子啊 

 

弟子問和尚 如何是佛 



 

至大至善的道德標準 

 

用一個字來統攝 就稱做仁 

 

這個仁呢 儒家最高的境界 

 

顏淵請問孔夫子 如何是仁 

 

成為仁人君子 

 

成為一個仁君 施行仁政 

 

是儒家修身最高尚的道德標準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最高尚的標準了 他當了皇帝 

 

當了仁君 他就施行仁政 

 

平常人呢 他就做一個正人君子 

 

最高尚的道德標準 



 

這是儒家最圓滿的德行 

 

崇德興仁 在《無量壽經》說 

 

崇德興仁  

 

猶如僧問和尚 如何是佛 

 

怎麼達到佛陀自覺 覺他 

 

覺行圓滿的境界呢 

 

猶如這樣 這是蕅祖的解釋 

 

蕅祖在論語點睛的解釋 

 

就是蕅益大師註解的四書 

 

這本書很好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克 能也 能的意思 



 

能自己恢復禮法 

 

不用人家鞭策 不用人家講了 

 

能夠自己恢復禮法 

 

遵從禮節即名為仁 

 

自己能夠遵行禮節 

 

對人有禮貌 能夠克服 能夠恢復 

 

自己的良能良知 良德 

 

自己能夠恢復禮法 遵從禮節 

 

這叫做仁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一天能自己恢復禮法 



 

遵行禮儀 天下則消歸於仁 

 

蕅祖當時候不明白仁是禮法之體 

 

它的體啊 體就是仁 

 

仁是禮法之體 體相用的體 

 

相是什麼呢 禮儀是相 

 

我們內心有仁德 有仁 

 

所以表現在外貌上 就是禮 

 

禮儀是相 外在克己復禮的相貌 

 

對人恭敬有禮貌 

 

遵守儒家的禮法就是相 

 

一但見到仁的體性 

 



則天下 當下消歸仁體 

 

這是蕅祖的解釋 

 

當下就消歸仁體 消歸體 

 

這個相消歸體 

 

別無仁外之天下可得 

 

在仁體之外 

 

沒有天下可得 沒有另外 

 

仁之外的天下可得 

 

猶如說 十方虛空皆悉消殞 

 

猶如十方虛空悉皆殞歿 

 

都隕歿了 盡大地是一個自己 

 



所以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消歸仁體 

 

仁慈的仁 體性的體 

 

天下消歸仁體 這是蕅祖的解釋 

 

我們就廣學多聞 蕅祖二十歲 

 

詮釋論語至天下歸仁 

 

甚不明白 心裡很不明白 

 

不能下筆 寫不下去了 

 

要註解 註不出來了 

 

不知道要怎麼解釋 

 

廢寢忘餐三晝夜 

 



用功到這種地步 

 

廢 停止了 捨棄了 

 

餐呢 就是用餐的餐 

 

專心的用功思惟 到了廢棄寢食 

 

忘了用餐 的程度 

 

忘了睡覺 忘了吃飯 到這種地步 

 

不睡覺 也忘了吃飯 

 

經過了三天三夜 

 

大悟孔顏心法 大大的解悟 

 

孔子與顏回師徒之間 

 

所傳授的心地之法 

 



就是仁 仁慈的心 這是心法 

 

仁 仁心 

 

冬喪父 聞地藏本願 發出世心 

 

我們集註說的 

 

二十歲時誦《地藏本願經》 

 

發出世之志 前面有省略 

 

我們是依照這 

 

蕅祖原來的自傳裡面錄出來的 

 

冬喪父 二十歲的冬季 

 

喪失父親 父親過世了 

 

聽聞《地藏本願》 

 



或者呢 聽法師呢 

 

講說《地藏菩薩本願經》 

 

發起出世之心 

 

或者呢 或者是為了報父母恩 

 

為了報答父親的恩德 

 

或者為報父恩 

 

讀《地藏菩薩本願經》 

 

從經卷中聽聞 自己讀 自己聽 

 

從經卷中聽聞 地藏菩薩本願 

 

從本 因地以來 

 



為度脫一切受苦眾生 

 

已經發過很多大願 

 

在卷上說呢 

 

過去久遠劫前 身為長者子 

 

這個時候發願 

 

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 

 

為是罪苦六道眾生 

 

廣設方便 盡令解脫 

 

而我自身 方成佛道 

 

原本在因地時 所發的大願 

 

名為本願 



 

復次 過去為婆羅門女的時候 

 

為亡母設供修福 

 

這麼孝順 這麼有孝心 

 

為亡母 母親過世了 

 

為她來施設供養 為她修福 

 

布施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寺 

 

塔跟寺廟 在如來塔像之前 

 

建立弘大的誓願 

 

願我盡未來劫 

 

應有罪苦眾生 廣設方便 

 

使令解脫 為小國王時發願 

 



若不先度罪苦眾生 

 

令至安樂 得至菩提 

 

我終未願成佛 

 

立志 先度罪苦 而後成佛 

 

先度眾生 而後才要成佛 

 

為光目女的時候 為度亡母 

 

至誠念清淨蓮華目如來 

 

兼代塑畫佛像供養 超度亡母 

 

這個我們都可以學 

 

怎麼為亡父母修福 

 

怎麼超度死亡的父母親呢 



 

跟地藏菩薩學 就念佛 

 

畫佛像 念佛而已啊 

 

至誠的念清淨蓮花目如來 

 

兼代塑畫佛像供養 

 

用香花 燈 燭 飲食 衣服 

 

種種供養 來超度亡母 

 

現在我們就稱念南無阿彌陀佛 

 

功德一樣 一樣的 

 

道理一樣 佛佛道同 

 

我們現在念阿彌陀佛名號 

 

來超度亡母 一樣的 

 



都可以 超度亡父亡母 都可以 

 

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功德 

 

至心為亡父亡母迴向 

 

超度的功德是一啊 

 

平等的 一樣的 

 

現在我們供養這個香 

 

供養花 供養燈 供養衣服 飲食 

 

都可以 為父母親呢 

 

在七七日內修福 迴向給他 

 

希望父母親 

 

能夠離苦得樂 遠離惡道 

 



至少投生善道 

 

當時候 這個光目女 

 

就稟白十方諸佛 

 

慈哀愍我 聽我為母 

 

所發廣大誓願 

 

若得我母 永離三塗 

 

及斯下賤 乃至女人之身 

 

永劫不受者 願我今日後 

 

願我自今日後 

 

對清淨蓮華目如來像前 

 

那我們對阿彌陀佛像前 

 



卻後百千萬億劫中 

 

應有世界 所有地獄 

 

及三惡道諸罪苦眾生 

 

誓願救拔 令離地獄惡趣 

 

畜生惡鬼等 如是罪報等人 

 

盡成佛竟 

 

那這些罪報的人都成佛了 

 

我然後方成正覺 

 

地藏菩薩才要成佛 

 

總括來說 地藏菩薩的本願 

 

眾生度盡 方證菩提 



 

地獄未空 誓不成佛 

 

蕅祖在二十歲的冬季 

 

聽聞 地藏菩薩本願 

 

從內心發起出離世間修行的心 

 

發心要修行了 

 

二十二歲專志念佛 

 

盡焚窗稿兩千餘篇 

 

專制一心念阿彌陀佛 

 

在窗前所寫的文稿 

 

全部把它銷毀了 

 



燒毀了 燒掉了 實體生起正見了 

 

過去呢 將這個邪見都去除了 

 

過去寫的著作全部燒了 

 

二十三歲聽大佛頂 

 

謂世界在空 空生大覺 

 

遂疑何故 有此大覺 

 

致為空界張本 

 

悶絕無措 但昏散最重 

 

功夫不能成片 因決意出家 

 

體究大事 這是原文 

 

跟我們這裡說的有一點不同 

 

這裡比較省略 



 

集註所說的比較省略 

 

我們是根據了蕅祖自傳裡面 

 

就是依照自傳的原文 

 

把它列出來 有這麼多 

 

二十三歲聽《大佛頂經》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這是全文 簡稱叫做《大佛頂經》 

 

有十卷 出在卷六 卷六 

 

文殊師利法王子所說的偈頌 



 

謂世界在空 空生大覺 

 

所謂世界在虛空中 

 

我們現在住的地球就在虛空當中 

 

所以我們看上去就是虛空 

 

天空 因為有地心引力 

 

所以我們不會向天空飄上去 

 

不會 有地心引力 

 

我們看上去都是天空 

 

外面很多星星 

 

這個世界都在空中 



 

世界在空 原來的經文呢 

 

原本的經文呢 

 

就是 依空立世界 

 

文殊師利菩薩所說的偈頌 

 

依空立世界 依止虛空 

 

建立有情所居住的依報世界 

 

叫做世界在空 我們住的地方呢 

 

是依止虛空來安立的 

 

虛空很廣大 安立種種依報世界 

 

叫做世界在空 空生大覺  

 

原本的經文 



 

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 

 

有漏微塵國 皆依空所生 

 

當時候蕅祖剛剛接觸佛法 

 

對這些甚深微妙的道理還不明白 

 

那我們這裡是根據蕅祖 

 

大佛頂首楞嚴經玄義 

 

玄義裡面的文 也根據會公 

 

上會下性老法師 

 

所講的大佛頂首楞嚴經講錄 

 

根據這裡來解釋 空生大覺中 

 



虛空生在大覺悟的真心當中 

 

虛空已經這麼廣大了 

 

它是生在我們大覺悟的真心當中 

 

這個真心不是妄心 

 

妄心 虛妄分別 

 

真心啊 廣大無量無邊 

 

虛空生在大覺悟的真心當中 

 

我們每一個人的真心當中 

 

如海一漚發 

 

這個漚呢 三點水一個區 

 

區分的區 如海一漚發 



 

漚呢 就是水泡啦 水泡 

 

虛空在大覺真心之中 

 

猶如大海裡的一顆小水泡 

 

可見你真心多麼廣大 

 

這極樂世界呀 

 

就在我們真心裡面 

 

沒有超出我們真心之外 

 

理上來說 理體上來說 

 

有漏微塵國 皆依空所生 

 

這些有漏微塵的國土 

 



我們看上去 晚上看到 

 

往這邊天空一看 很多星星 

 

很多發光的星體 

 

都是世界 這麼多的世界 

 

有漏微塵的國土 

 

眾生所居住的依報環境 

 

都是依止虛空所生起安立的 

 

它都在虛空中 

 

那這個虛空 在我們的真心當中 

 

猶如大海裡的 

 

一個小水泡 這樣而已 



 

我們的真心呢 廣大無邊 

 

所以遂疑何故有此大覺 

 

致為空界張本 

 

遂疑何故有此大覺 致 導致的致 

 

致力的致 導致的致 

 

致 是推展到極點 導致 

 

張就是擴張 遂疑何故有此大覺 

 

致為空界張本 

 

蕅祖於是生起疑情 

 

內心有疑問 是什麼緣故 

 

眾生有此大覺真心 



 

我們為什麼有這個大覺真心呢 

 

我們每一個人呢 

 

為什麼有此大覺真心 

 

這怎麼來的呢 

 

以致成為虛空世界安立的張本 

 

以致成為這個 

 

虛空世界安立的根本 

 

它是依止我們大覺真心安立的 

 

悶絕無措 悶絕 

 

無措 提手旁 一個往昔的昔 



 

悶絕無措 這措是安放 安置 

 

心裡不明白 悶絕 

 

悶悶不樂的悶 斷絕的絕 

 

心裡不明白 想不清楚 

 

想不通啊 悶絕 無措 

 

無能安放想不明白的心 

 

放不下這念疑情 

 

放不下 一直要參究 

 

想要參透這個意思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參不透 也放不下 

 



但昏散最重 功夫不能成片 

 

只是昏沉散亂 

 

昏沉散亂的心最重 

 

破除疑慮思惟的功夫不能成片 

 

我們看蕅祖多麼用功 

 

用功到這種程度 因此決意出家 

 

在這個時候 因為這樣 決定心意 

 

要出家學道了 叫做生死大事 

 

我們的真心都不能明白 

 

決定要出家學道 

 

專心去體會參究生死大事 



 

二十四歲 夢禮憨山大師 

 

哭恨緣慳 我們集註裡面沒有 

 

這是原文裡面的 

 

二十四歲在睡夢中 

 

去參禮憨山大師 

 

睡覺的時候夢見去參禮憨山大師 

 

哭恨緣慳 哭泣的哭 怨恨的恨 

 

因緣的緣 慳貪的慳 

 

哭恨 心裡悲傷而出聲流淚 

 

恨因緣太過慳惜 

 

怎麼因緣這麼吝嗇呢 



 

不肯促成 總是遇不到啊 

 

蕅祖聽說憨山大師在什麼地方 

 

他就走路趕過去了 

 

我們現在有車可以坐 

 

有火車 汽車 那時候沒有 

 

他走路去 行腳啊 大陸這麼廣大 

 

聽說在哪一個省 走路過去 

 

到了的時候呢 

 

憨山大師又離開了 

 

又離開了 總是遇不到 

 

哭恨緣慳 相見太晚了 



 

在夢中就告訴憨山大師 

 

說 相見太晚 師云此是苦果 

 

這是今生的苦果 

 

你這些遭遇是今生的苦果 

 

從過去世的集因召感來的 

 

應知苦因 

 

應當明白苦果的業因 

 

語未竟 這個話還沒有說完 

 

遽請曰 據 根據的據 

 

提手旁去掉 加上辶字旁 

 



遽請曰 這個遽就是急忙 

 

急忙地請問說 弟子志求最上乘 

 

弟子志求一佛乘 不願聞四諦法 

 

我不願意聽聞苦集滅道四諦法 

 

師云 憨山大師說 

 

且喜居士有向上志 

 

暫且隨喜居士 

 

你能夠有向上之志 志求一佛乘 

 

憨山大師跟他隨喜 

 

雖然不能如黃檗臨濟 

 

但可如巖頭德山 

 



這個黃檗臨濟 

 

黃檗是山的名稱 

 

在福建省福清縣 

 

西方 往西二十餘里 

 

唐朝的斷際禪師 

 

希運 又稱希運禪師 

 

幼年在福建黃檗山出家 

 

後來參謁 

 

江西的百丈山懷海禪師而得道 

 

接著回到黃檗山居住 

 

大大的振興法道 

 



自此以後成為 

 

臨濟宗一派的大道場 

 

所以他很有名 黃檗臨濟 

 

雖然不能如黃檗臨濟 

 

但可如巖頭德山 

 

但是可以如同唐朝鄂州 

 

巖頭全奯禪師 他參謁德山禪師 

 

而契悟禪宗要旨 住在巖頭 

 

傳燈錄 卷十六 

 

在景德傳燈錄 卷十六 有記載 

 

唐朝朗州德山院 

 

釋宣鑑 姓周氏劍南人 幼年出家 



 

僧明經律最達《金剛經》 

 

他最能夠通達《金剛經》 

 

當時稱為周金剛 

 

人家稱他周金剛 

 

跟他的姓 姓周 稱他周金剛 

 

他很通達《金剛經》 

 

他不信南方禪宗之道 

 

不相信南方所傳的禪法 

 

他不相信 

 

因為他通達《金剛經》 



 

很有把握啊 不信南方禪宗之道 

 

德山欲破碎之 德山他想要破碎 

 

破碎南方的禪法 負金剛經疏鈔 

 

他肩膀上擔著金剛經疏鈔 

 

到達澧州 見到一個婆子賣油糍 

 

油糍 就是油炸的糯米餅 

 

他路上見到一個老婆婆 

 

賣這個油糍餅 糯米餅 

 

欲買做點心 

 

肚子餓了 想要買一些作點心吃 

 

婆子奇瞻云 這個是什麼 

 



這個老婆婆就指著他 

 

擔的那個金剛經疏鈔 

 

指著這個 金剛經疏鈔 

 

問說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 

 

你擔這個是什麼呢 

 

師曰 德山禪師就說了 

 

這是金剛經疏鈔 老婆婆就說了 

 

婆云 我有一問 

 

若道得 我當供上座油糍 

 

我有一個問題 我有一個疑問 

 

若道得 假若上座你答得出來 

 

我應當呢 供養上座油糍 



 

供養你糯米餅 

 

你不用錢 我供養您 

 

若道不得 別處買去 

 

假若你答不出來呢 

 

就到其他的地方去買 

 

到別處去買 師云 但問 

 

德山禪師就告訴她 

 

你儘管問 婆云 老婆婆就說了 

 

經中道 過去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上座欲點哪個心 

 

上座你要點哪個心 師無語 



 

德山禪師就沒有講話了 

 

沒有話可以說了 

 

婆遂直指去參龍潭 

 

老婆婆就指示他 

 

你啊 去參 這龍潭禪師 

 

而大悟 大大的覺悟 

 

大悟禪法 居住在德山 

 

以住的地方來稱呼他 

 

叫做巖頭德山 

 

但是可也如同巖頭德山 

 

心又未足 擬再問 

 



心中猶然還沒有能夠滿足 

 

打算再問 觸聲而醒 

 

耳根接觸到聲音 

 

從夢中就醒來了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這是蕅益大師自傳當中的文 

 

大家聽得比較詳細一點 

 

集註當中比較簡略 

 

我們早上就聽說  

 

我們侍者跟法師們去接和尚 

 



聽說和尚現在身體 

 

算是生病蠻重的 

 

所以我們明天就停課讓和尚休息 

 

因為星期六 

 

和尚又要到大陸去傳戒了 

 

太忙了 

 

我們明天就給和尚休息 

 

明天我們就停課一天 

 

迴向 


